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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濒 海 训 练 蝉 联 3000 米 赤 臂 蛙

泳、武装泅渡双料冠军，参加集团军英

模连队比武成绩名列前茅，5 人考上军

校 ……”前 不 久 ，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某

营“海上练兵模范连”开展年终工作总

结，连队何指导员细数一年来连队取

得的各项成绩后，趁热打铁组织官兵

围绕“今年成绩怎么看、明年工作怎么

干”展开讨论。

“濒海训练是连队的‘看家本领’，

连年取得优异成绩，有赖于连队形成了

‘师傅带徒弟、人人结对子’的浓厚帮教

带教氛围”“参加集团军英模连队比武

前，连长和指导员带领我们重温连史、

连训、连歌，叫响‘跟我上、看我的’，大

家士气高涨、信心十足，最终才能脱颖

而出”“连队建立人才库，同时为考学、

比武人员提供工作学习生活上的帮助，

让他们专心备考备赛，这是取得好成绩

的关键”……讨论中，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认真分析各项成绩背后的原因，为

筹划新年度工作提供借鉴。

“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其中一定

有经验和规律可循，不能被光环和鲜花

遮住双眼。”该营教导员告诉笔者，过

去，部分连队在开展年终工作总结时习

惯评功摆好，甚至为此“过度拔高”，渐

渐滋生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

他告诉笔者，有一次，某连在上级

组 织 的 比 武 中 拔 得 头 筹 。 在 此 过 程

中，他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做法。然而，

在年终总结时，该连用主要篇幅对此

次比武取得的成绩大讲特讲，而对经

验启示只是一笔带过。第二年，该连

主官和部分干部骨干调整岗位后，再

次参加该项比武时，却表现平平，连个

像 样 的 名 次 都 没 拿 到 。 事 后 分 析 原

因，一些官兵直言，此前好不容易摸索

出来的经验，因为没有总结提炼固定

下来，导致干部骨干调整后，连队备赛

训练缺少章法。

针对这一问题，该营明确要求开展

年终总结时，讲成绩不能一味评功摆

好，必须深入总结关键所在，搞清楚成

绩是怎么来的，如何继续巩固保持，争

取更上一层楼。

营党委的要求，得到全营官兵的支

持。笔者翻阅官兵个人年终总结和班

排总结时发现，大家大大方方亮出成

绩，认认真真分析原因，很多人还有针

对性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某班班长辛思远在上级组织的联合

训练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他在总

结中说，这是因为自己利用课余时间阅

读了有关联合作战的专业书籍，提升了

战术素养、拓宽了联合视野。战士张文

鑫在创破纪录比武中收获射击、投弹课

目“双料冠军”。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借

鉴了运动员的训练方法，强化了核心力

量。“王子汉班”在考核中被评为“机降第

一班”。该班不少同志在总结时提到，班

长徐嘉铧模范带头作用发挥明显，每次

机降训练都当标杆、打头阵……

“别看这些经验比较散碎，但梳理

归纳聚沙成塔，对战斗力建设大有裨

益。”该营营长告诉笔者，通过官兵和各

连提交的工作总结，他们发现有很多练

兵方法、工作启示完全可以在更大范围

推广应用。下一步，营里将结合新年度

工作筹划，通过建章立制将其固化下

来，确保来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

讲成绩，要清楚“怎么来的”
■陈 凯 黄世晗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团按照工作计

划开展年终总结，某营教导员深入连

队，和官兵们坐在一起，帮助他们分析

年度工作得失。

然而，该教导员翻阅某连年终总

结报告时，感觉其中罗列的“群团组织

建 设 偏 弱 ”“ 驾 驶 员 维 修 能 力 参 差 不

齐”等问题似曾相识。他随即让官兵

找来连队历年的工作总结材料，发现

这些问题在去年的年终总结报告中就

被提到了。

“时隔一年，为何还没解决？”面对

教导员的追问，大家一时语塞。其实，

明眼人一看便知：发现了问题，却没有

对问题的成因寻根溯源，更没有制订相

应的解决措施，以致同样的问题年年

有、“年年都上一年级”。

“摆问题，要看到问题的真正成因是

什么，该如何解决。”为此，教导员立即召

集各连主官，提出明确要求：年终总结固

然要坚持问题导向，但不能搞成“问题

秀”，将问题罗列出来了事，必须逐一剖

析症结，制订整改措施，明确时间节点，

不能让问题悬而未决、久拖不决。

按照营党委的部署，该连组织干部

骨干针对“群团组织建设偏弱”“驾驶员

维修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进行“回炉”

分析，广泛征求官兵意见建议，最终形

成了符合连队实际的整改方案。

一时间，其他连队纷纷跟进，如实

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区分问题的轻

重缓急，分门别类制订解决对策，能依

托自身力量解决的明确整改时限，需要

上级帮助解决的及时提出需求。

骨干人才缺乏，是长期困扰某连的

“老大难”问题。无论参加上级调研，还

是平时与兄弟连队交流，他们一直把该

问题挂在嘴边，在近两年的年终总结中

也重点提过，但很少静下心来想一想本

级能做什么。因为，在部分干部骨干看

来，在骨干人才培养方面，一个连的能

量和作为实在有限，需要上级给予更多

的政策倾斜。此次年终总结，该连官兵

终于意识到，人才是等不来、要不来的，

基层天地广阔，办法总比困难多。

逐岗位分析人才需求，逐班排分析

人员现状，逐人员摸清成才愿望……该

连党支部区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着

眼连队建设可持续发展，汇聚官兵智

慧，制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和官兵成长路

线图。“人才培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

够解决的，但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

半，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紧抓不

放、久久为功，很快就会有所收获。”该

连连长话语中充满自信。

“思路措施有了，还得看执行和落

实的力度。”该营教导员告诉笔者，年终

总结工作结束后，他们将立即着手筹划

新年度工作，“希望明年年底年终总结

时，今年拉单列表的问题都能解决好。”

摆问题，要知道“背后原因”
■魏玉亮 梁佳伟 尹文昊

重视总结 、善于总结是我党我军

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也是提高工

作 效 能 的 科 学 方 法 和 有 效 途 径 。 总

结的目的，是归纳经验、吸取教训、以

利再战。然而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

和 官 兵 没 有 正 确 理 解 和 处 理 好 经 验

与 教 训 、成 绩 与 问 题 的 关 系 ，要 么 过

于强调成绩没有总结经验，要么只讲

问题没有整改措施，导致总结的效果

打了折扣。

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靠总结经验

吃饭的。”当前，部队战建备一体推进，

工作千头万绪，明晰总结经验的方法要

义，对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如果年终总结只停留在亮

成绩、摆问题的表面，而不透过现象看

本质，系统深入地分析原因、提炼经验、

固化做法、推进整改，那么就可能流于

形式、走了过场，既达不到“以利再战”

的目的，也难以凝聚军心士气、激发强

军动力。

同 时 ，应 该 看 到 ，一 个 单 位 在 建

设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始终

保 持 清 醒 头 脑 ，不 断 强 化 问 题 意 识 ，

牢固树立问题导向，以问题为抓手认

真反思整改，努力做到不被同一块石

头绊倒两次。只有这样，才能强筋壮

骨、奋力前行。

“ 知 其 然 ，更 要 知 其 所 以 然 。”这

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思想觉悟

问 题 。 每 一 个 人 在 面 对 成 绩 和 问 题

时，都应该客观冷静地想一想成绩从

何而来、问题如何解决。只有先做到

了 这 一 点 ，才 能 真 正“ 打 一 仗 、进 一

步”。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陈 忠

前段时间，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某连

充气站接连发生问题。虽然问题并不严

重，但也引起了连长的重视，他认为充气

站工作标准下降，便在连务会上对其进

行批评。会后，充气站代理班长徐诚找

到连长道出自己的苦衷：“连长，真的不

是我不用心，实在是能力有限……”

原来，近期充气站班长李长江休假，

班内各项工作便由徐诚临时负责。起初，

徐诚把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当飞

行保障任务加重、大项检查集中时，他开

始感到力不从心。有一次车辆检修，有战

士发现高压空气车出现故障。徐诚连夜

组织检修，却始终找不到故障点，无奈之

下，他只能向千里之外的班长求援。虽然

在班长的帮助下故障被顺利排除，但这件

事让徐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能力不足：

“班长就像我们的‘主心骨’，他在位的时

候感觉不出什么，他一不在位，我干啥心

里都没底，要自己担起整个班的工作任

务，就更加捉襟见肘了。”

徐诚反映的情况引起了连长的注意，

经过进一步了解，他发现连队平时运转看

似正常，但班长骨干多为中高级军士，能

独当一面的年轻骨干较少，并且因为缺乏

锻炼机会，其中能胜任全面工作的更是少

数。针对这一问题，该连很快制订措施，

为年轻官兵提供平台机会，加强人才队伍

培养。他们结合各站班专业特点，采取以

老带新、放手试错、及时纠偏等方式梯次

培养年轻骨干，并利用岗位比武、大项任

务、演习演训等时机，让年轻骨干在实践

中不断加钢淬火、拔节成长，打造连队长

远发展的“人才蓄水池”。

不久前，上级组织集中驻训，要求该

连做好保障工作。得知情况后，对此经

验较少的年轻骨干张正权毛遂自荐，要

求参加保障任务。出于给年轻同志成长

锻炼机会的考量，该连让经验丰富、技术

过硬的老班长对其进行手把手帮教，并

大胆放手让他和驻训单位沟通对接相关

保障事项。任务现场，张正权轻装上阵，

经常独自一人操作多台装备，圆满完成

各项保障任务。

强基固本，行稳致远。近日，面对即

将展开的某大项任务，连队多名年轻骨

干主动请缨。该连连长介绍，下一步，他

们将着眼拓展骨干能力，依托比武活动

和实兵演习，让更多年轻骨干锻炼摔打、

成长成才。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某连加强人才培养—

给更多年轻骨干交任务压担子
■乔子宸 完 备

又到年末，各单位相继展开年终工作总结，回顾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虽然
这是一项例行工作，但意义重大。如何做好年终总结，防止出现形式主义和不实之风，真正起
到“总结一次、进一步”的作用？请看来自基层部队的一组报道——

新闻前哨

12 月上旬，北京卫戍区组织 2023 年度秋季新兵授衔仪式，全体新兵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来属于他们的“高光时

刻”。图为一名老兵为新兵佩戴肩章。 赵未斌摄

一线直播间

12月中旬，陆军某旅侦察分队从难从严组织开展基础训练，帮助官兵打

牢根基。图为攀登训练。

赵根沅摄

“‘敌’前沿障碍距我约 150 米，立

即采取秘密搜排的方式进行作业……”

日前，第 80 集团军某旅一场夜间排雷

训练拉开帷幕。负责组训的张连长告

诉笔者，为贴近实战，排雷过程中设置

了小股“敌人”袭扰、战场障碍清除等

实战背景，旨在检验官兵应急处突能

力。据了解，今年入冬以来，该旅有序

展开复训补训工作，其中险难课目占

一半以上。

该旅领导介绍，往年开展复训补

训 ，多 以 组 织 基 础 性 、恢 复 性 训 练 为

主，部分官兵存在“松口气、歇歇脚”的

错误想法，把复训补训当作休息休整，

导致训练质效受到影响。对此，该旅

创新“五度”训练考核标准，用速度、精

度、准确度和难度、强度衡量行动指标

及要求，锤炼官兵打仗本领。他们综

合考虑季节、地形等多种因素，紧贴实

战要求，归纳梳理前期训练中暴露出

的短板弱项，把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险

难课目作为复训补训重点内容，力争

在本年度内完成查漏补缺，为新年度

训练打下坚实基础。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该旅领

导介绍，夜训课目由于组训难度大、安

全风险高，一度是训练难点。今年的复

训补训，他们从难从严设置训练条件及

考核标准，积极构设近似实战的敌情险

情和训练环境，最大限度缩短训练场与

战场的差距，让官兵练出硝烟味、练出

精气神、练出克敌制胜真本领。

“‘敌’对我基本指挥所发动袭击，

全体人员迅速转移至 2 号预备阵地！”

一阵急促的哨声响起，夜间机动拉练紧

急展开。装备撤收、车辆编队、伪装防

护……各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组织转

场。笔者随队采访看到，此次夜间机动

拉 练 ，走 的 都 是 陌 生 路 段 ，且 地 形 复

杂。10 多米长的桥车在狭长山路上行

驶，车间距和转弯角度不易把控，稍有

不慎就可能发生险情。

“该练的课目必须练实，该补的短

板必须补齐。”靠前指挥的一名旅领导

说，这正是复训补训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了解，在此次复训补训中，该旅

围绕 13 个险难课目展开攻关，初步形

成多个组训成果。

第80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组织复训补训—

险难课目占一半以上
■本报特约通讯员 付君臣 通讯员 王宏阳


